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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城县：聚力特色产业链 夯实乡村振兴路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陈小文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陈小文

华州区：创新思路兴产业 乡村振兴谱新篇

一个个社区工厂不时传来机织的轻

鸣和操作工的脚步声；一座座高效农业示

范园飘溢着果菜的清香；一条条乡村道路

整洁干净，或曲或直地延伸向每一户农

家；一户户农家小院窗明几净，爽朗的笑

声不时飘出院落；一个个村庄多姿多彩，

犹如一幅幅油画铺展在华州的阡陌大地

上。这就是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借得春

风向未来，乡村振兴迈疾步”的真实写照！

华州区南依秦岭、北邻渭河，总面积

1139平方公里，地貌特征为“六山一水三

分田”。华州区土肥水丰，适于农耕，全区

耕地面积 43万亩，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37.5万亩。良好的自然条件为农业生产

创造了优越的环境，特别适于小麦、玉米

等粮食作物以及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生

长，“华州山药”“赤水大葱”“柳枝香椿”以

及“水果西红柿”久负盛名。

夯实四项基础 凝聚合力抓振兴

华州区委、区政府举全区之力，在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疾步跨

越，着力最大、支持最强、措施最硬。

夯实党政领导同责，区镇村三级书记

一起抓，多次召开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

区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和重点工作推进

会，研究和促进乡村振兴工作有效推进。

区上主要领导坚持把乡村振兴抓紧、抓

牢、抓出成效，以上率下，一以贯之，先后

出台《关于做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

作的实施意见》《渭南市华州区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

方案》《华州区乡村建设和规划实施方案》

等文件，确保全区上下齐抓共管、夯实责

任、演好乡村振兴的“重头戏”。

夯实队伍基础，区上制定13条具体

措施，培育致富带头人309名，储备村级

后备干部320名，打造20个村级集体经

济示范点。轮换派驻175名驻村第一书

记、135名乡村振兴专职员，组织“四支力

量”开展各类培训16场次，乡村振兴队伍

水平显著提升。

实现四项突破 抓住重点促增收

全区的乡村振兴滚石上坡，逆势崛

起，实现了由“跟跑者”向“领跑者”的转

变，在中省评估抽查均以不俗成绩展示华

州区乡村振兴工作的自豪与骄傲。

创新思路兴产业，构建增收“聚宝

盆”。按照“突出三个重点、围绕三大布

局、打好三张王牌”发展战略，多措并举，

精准发力，统筹推进产业发展新格局。

2023年中省市提前下达第一批提前衔

接资金8128万元，共规划产业项目18

个。全区在杏林镇社区工厂、渭华现代

农业产业园、瓜坡君朝产业园、赤水小涨

产业园等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下，累计投

入产业资金12240万元，实施产业项目

51个，受益群众21385户，预计带动3.25

万人实现增收。

全区建成8个区级特色农业专家工

作站，126名专家服务团，开展服务活动

130余次，帮助群

众解决生产技术

问题 488 个，受

惠群众 5300 余

人。依托院社合

作平台，成功培

育了“华州杏李”

“水果西红柿”

“羊肚菌”“果沁

农庄”等农产品

品牌；建设了全

市首家蔬菜专家

工作站和智能温

控育苗工厂，建成国家级现代化科技农业

示范基地和各类现代农业园区39个；先

后获得国家无公害蔬菜认证4个，绿色环

保产品1个；获得绿色产品A级认证3

个，无公害畜产品6个；注册产品商标42

个，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4个。

持续开展“春风行动”，举办招聘活动

35场次，为重庆翊宝、西安比亚迪、成都

富士康等企业，提供就业岗位16500个；

输送脱贫劳动力746人，开发公益性岗位

848个；全区脱贫劳动力和监测对象实现

转移就业29700人次。

重点工作“出圈”亮点频闪受关注

华州区乡村振兴发挥优势，逆势崛

起，实现了从唱好“本腔”向唱活“彩腔”的

转变。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步伐独特，亮点

频闪。

华州区坚持把社区工厂建设作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坚持“因势

利导，成就创办社区工厂之势；筑巢引凤，

夯实社区工厂发展之基；科学管理，以防

范社区工厂运营之险”的思路，引进投资

2.1亿元，创建以渭华现代农业产业园、迦

德诚鞋业、杏林镇轻加工园、渭南明湾优

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社区工

厂35家，吸收务工人员3358人，其中脱

贫群众1950人，人均月工资达到3500元

左右。带动37个村（社区）的集体经济资

产增加1620万元。华州区社区工厂的经

验做法被中省市相关媒体报道。

动态监测和帮扶工作在全省作了经

验交流；省级家庭农场示范县创建成功；

农检中心“双认证”全部验收达标；获得

“国家绿色发展先行区”殊荣，成为华州区

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的一大亮点。

近年来，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聚力樱

桃首位产业，围绕“中国樱桃第一县”发展

目标，创出新亮点，优品种、提品质、强品

牌，狠抓标准化生产，全县发展优质大樱桃

10万亩，2022年产值21.5亿元，小樱桃成

为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澄城樱桃”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澄城县先后获得“中国优质樱桃生

产基地”“中国樱桃产业科技示范县”“国

家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等荣誉称号，“樱

格格”等9个品牌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认

证，20多家企业获批樱桃注册商标。成

功举办第四届中国（澄城）樱桃云营销季

活动和第九届国际樱桃大会澄城分会，在

国际樱桃大会樱桃擂台赛中，澄城樱桃荣

获“特等奖”2个、“一等奖”3个、“最佳奖”

14个，澄城樱桃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到

11.25亿元。

步入高质高效
发展“快车道”

澄城县围绕“中国樱桃第

一县”建设目标，突出高质量发

展主线，优化新品种，引进新技

术，打造新高地，樱桃已成为群

众稳定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产业是赛道，品种是起点，

只有选择好品种，才能在产业

结构调整中赢得先机。澄城樱

桃通过调整布局优化结构，齐

早、蜜露等早熟新优品种占樱桃总面积的

20%，俄八、美早等中熟新优品种占75%，

科迪亚、宾库等晚熟品种占到5%，成功引

进樱桃“提前休眠+日光温室”生产技术

并试种成功，实现了从1月至6月的180

天连续供应，满足不同时期市场需求。

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

所合作建立了澄城国家级樱桃试验站，抢

占樱桃技术新高地。全县建成樱桃组培

繁育苗木中心3个，年产优质脱毒苗木

100万株，为品种持续优化奠定了坚实基

础。制定了樱桃整形修剪技术规程等4

项市级标准，示范推广樱桃优质丰产栽培

等20余项标准化生产技术，农民管理水

平全面提升，樱桃商品率、优果率显著提

高。开展樱桃标准化试点试验，制定渭北

地区樱桃全产业链生产标准，助力澄城樱

桃始终处于行业领跑地位。目前，澄城樱

桃已走出国门，出口阿联酋迪拜等地区，

樱桃步入品牌销售新阶段。

打造产业转型升级“主引擎”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澄城樱桃以产

业提档为抓手，配备新设施，集成新模式，

培育新动能，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拓

宽增收链，助推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奖补

政策支持群众新建设施大棚，不断扩大设

施樱桃面积，全县发展设施大棚樱桃

5000亩，实现有效抵御自然灾害和提高

反季节大樱桃高端市场占有率的产业“双

赢”目标。加大防雹网、防鸟网建设力度，

目前全县已发展2万亩，今后将达到防灾

设施“全覆盖”，全面增强霜冻、冰雹、连阴

雨等灾害的预防能力。

引进“地头预冷、冷库分级、冷链运

输”樱桃预冷分级设备，实现10分钟内樱

桃果心温度从28℃降到6℃以下，樱桃采

后腐烂率降低20%以上，货架期延长一个

月以上。建成陕西首家集水冷分选、冷藏

冷链、交易物流为一体的樱桃交易市场，

通过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大学生命

科学院合作，申请樱桃产品加工专利2

个，现已成功开发果脯、果汁、果酒、果酱、

酵素以及樱桃核保健枕等樱桃系列产品。

激发产业联农带农“新动能”

澄城县坚持把发展壮大樱桃作为可

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特色优势产业来打

造。创新推行“党支部+合作社+园区+农

户”等模式，投资1.18亿元，建设了占地

3000亩的现代化高标准华星大樱桃产业

园，培育了40余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引领

带动形成百亩以上的樱桃产业园50多

个，实现了连片化种植、集约化生产、高效

化经营，亩均增收1万元，大大提升了农

业生产经营的规模效益和比较效益，有效

增强了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

立足县域樱桃产业化发展，把带动乡

村旅游作为推动全域旅游发展的重要抓

手，建成了集休闲采摘、农事体验、名优果

品展示展销为一体的设施和大田农业观

光园区，带动开发了刘卓挂面、寺前米醋、

鲜果采摘等特色旅游产品，寺前吴坡、庄

头永成现代农业园跻身综合性乡村旅游

景区，拉长了产业链条，实现了农产品的

多层次增值，三产融合、互促共赢，有力促

进了文旅产业的转型升级。

挖掘发挥樱桃产业发展的得天独

厚优势，“四动”引领扩大规模，县域樱

桃栽植覆盖10镇办100多个行政村，产

值占农业总产值的近三分之一，2.6 万

余户户均栽植樱桃3.5亩，7万多人年人

均增收1万余元，带动了“三产融合”发

展，推动了农业转型升级，夯实了以产

业振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物质基础，

迈上了新时代农业农村可持续高质量

发展的快车道。

渭华现代农业产业园。

樱桃喜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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